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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是新一代环境管理手段，也是我国建设“数据强国”的基本要求。 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

案》实施 ２ 年后，针对 ３１ 个省级、２７ 个省会城市、６ 个大数据建设试点城市的环境保护厅 ／局落实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建设进行调

查分析，通过文献分析和资料调查，全面评估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总体状况，以期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下一步工作

提供建议。 结果表明，尽管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在数据资源整合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地区发展、机构建设、数据共享开放

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未来几年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发展方向，包括扩充环境

信息中心相关职能、推进大数据整合与共享、加强国际交流和提升大数据在重点领域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大数据；生态环境大数据；调查分析；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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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０８ 年《自然》杂志刊登大数据专题后，大数据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１］，并且各个国家相继

推出大数据相关研究及发展计划，例如，２０１２ 年美国政府颁布的《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和英国发布的《英
国数据能力发展战略规划》等。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概念也

在不断完善发展［２⁃４］。 现在普遍认为，大数据是以容量大（Ｖｏｌｕｍｅ）、类型多（Ｖａｒｉｅｔｙ）、存取速度快（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应用价值高（Ｖａｌｕｅ）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
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５］。 随着大数据

研究及实践的发展，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建设在生态环境研究领域日益受到关注［６⁃９］，研究我国生态环境大数

据建设的基本状况对提高我国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特别是促进决策支持、生态环境数据开放共享和公众参与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大数据是大数据的一部分，具备大数据的一般特征［１０］。 一般来说，生态环境大数据是指运用大

数据理念、技术和方法，解决生态环境领域数据的采集与存储、计算与应用等一系列问题，是大数据理论和技

术在生态环境领域上的应用和实践［１１］。 早在 ２０ 世纪中叶，生态环境领域就已出现“大数据”思想，以国际地

球物理年（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和国际生物学计划（１９６４—１９７４）为代表的大科学研究目前已演变成收集和存储海量

生态环境观测数据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１２⁃１４］。 另外，生态环境大数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和大数据平台

建设方面也得到快速发展，例如，为帮助科学家准确掌握全球热带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情况，２０１２ 年惠普

公司在惠普地球观察项目中利用 Ｖｅｒｔｉｃａ 分析平台对全球高达 ３ 兆兆字节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数据进行了系

统分析［１０］；微软、谷歌等美国 ＩＴ 企业为加速生态领域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向政府和公众提供了全球最先进的

服务器、数据库和存储设备。
虽然大数据的概念早已存在，但直到 ２０１３ 年大数据才开始在我国逐渐展开，战略性文件《关于促进大数

据发展行动纲要》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开始实施，意味着大数据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同时，国家高度重视大数据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我国环境保护部率先发布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

方案》（简称《方案》），这不仅为环保系统开展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框架［１５］，
也为新常态下环境管理转型规划了一条路径。 《方案》实施 ２ 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环保部门纷纷开始探

索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实践，与此同时相关专家针对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建设也开展了不同层面的研

究［１６⁃１９］，但目前对各级环保部门的《方案》落实情况尚不明确，尤其在生态环境数据资源整合共享、生态环境

科学决策、生态环境监管模式、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大数据平台及大数据试点方面的落实情况缺乏系统、深入

的剖析。 因此，笔者针对我国环境保护部门落实《方案》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全面评估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

方案的实施及数据公开效果，以期为继续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１　 研究方法

《方案》仅涉及到环保领域内的大数据建设规划，因此本次调研主要关注环保系统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建

设，而其他部门的大数据建设不予考虑。 本次调研主要通过访问各环境保护厅 ／局的门户网站来了解有关生

态环境大数据的建设情况，并根据《方案》中的主要任务，从机构建设、制度建设、数据整合共享、数据公开、环
保云平台建设和大数据应用 ６ 个方面对各环境保护厅 ／局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情况进行客观评估。 运用文

献研究、专家访谈等方法，建立如下评估方法体系（表 １），此处并未对评价进行分级或打分，主要是对目前生

态环境大数据的建设情况进行了客观呈现。 调研对象为全国 ３１ 个省 ／市 ／自治区、２７ 个省会城市和 ６ 个大数

据建设试点城市的环境保护厅 ／局。 调研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７—８ 月。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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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客观评估项目和内容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说明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机构建设 １．建立领导机构 是否建立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领导小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确定职能处室 是否有负责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专职科室

３．配置工作人员 是否有专职、兼职人员

４．开展教育培训 是否组织生态环境大数据相关研究的人才培养

制度建设 ５．大数据建设整体规划 是否制定本部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整体规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数据标准 是否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

７．数据管理制度 是否建立生态环境数据管理制度和机制

８．信息安全制度 是否建立集中统一的信息安全保障制度和机制

数据整合共享 ９．环保系统内部数据整合共享 是否解决环保部门内部业务系统信息化分散建设的问题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１０．多部门、多领域数据整合共享
是否交换和共享国土、水利、气象、林业、交通、农业等相关部
门的行业数据

数据公开 １１．数据开放目录 生态环境数据开放目录编制、发布情况

Ｄａｔａ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１２．数据公开平台 是否建立生态环境数据公开平台

１３．数据公开范围
是否按照《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规定范围全面公
开生态环境数据

１４．数据公开数量 以各种不同形式公开生态环境数据的数量

大数据平台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１５．大数据环保云平台 是否已建成或正在建大数据环保云平台

大数据应用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６．大数据决策支持应用服务 是否已建成或正在建大数据决策支持应用服务

１７．遥感大数据应用 是否已建成或正在建卫星遥感监测网络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生态环境大数据机构建设

从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情况看，有 ４４ 个（百分比为 ６８．７５％）环境保护厅 ／局成立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工

作推进小组（表 ２），而其他 ２０ 个（百分比为 ３１．２５％）并未见到成立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领导小组的报道。 在

表 ２　 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机构建设统计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选项
Ｏｐｔｉｏｎｓ

环境保护厅 ／ 局 ／ 个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领导机构 成立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工作推进小组 ４４ ６８．７５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ｓ 未见报道 ２０ ３１．２５

合计 ６４ １００．００

职能处室 环境信息中心作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负责协调机构 ５１ ７９．６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ｓ 环境监控中心作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负责协调机构 １０ １５．６３

电子政务中心作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负责协调机构 １ １．５６

未见报道 ２ ３．１３

合计 ６４ １００．００

工作人员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有专职人员 ２５ ３９．０６

有兼职人员 ２４ ３７．５０

未见报道 １５ ２３．４４

合计 ６４ １００．００

教育培训 开展过生态环境大数据相关研究的人才培养 ３３ ５１．５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未见报道 ３１ ４８．４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合计 ６４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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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工作机构方面，环境保护厅 ／局作为环境信息的主管部门，有 ５１ 个（百分比为

７９．６９％）都是厅 ／局直属单位环境信息中心作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负责协调机构，有 １０ 个（百分比为 １５．
６３％）为环境监控中心，而贵州为电子政务中心，拉萨和乌鲁木齐不明确（未得到相关信息）。

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配备情况看，２５ 个（百分比为 ３９．０６％）环境保护厅 ／局有专职人员，２４ 个（百分比为

３７．５０％）有兼职人员，１５ 个（百分比为 ２３．４４％）环境保护厅 ／局配备人员情况未知。 在大数据建设培训方面，
有 ３３ 个（百分比为 ５１．５６％）开展过生态环境大数据相关研究的人才培养，而其他 ３１ 个（百分比为 ４８．４４％）未
见开展专门培训的报道。

　 图 １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调研的 ６４ 个环境保护厅 ／局生态环境大数

据制度建设情况

Ｆｉｇ．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ｂｙ

６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ｂ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２．２　 生态环境大数据制度建设

为了实施《方案》和响应国家大数据战略，目前有

３４ 个（百分比为 ５３．１３％）环境保护厅 ／局编制了本部门

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整体规划（图 １），例如贵州省

“十三五”环境保护大数据建设规划的制定有效提高了

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决策、监管治理和公共服务水

平。 但多数大数据建设整体规划基本是按照《方案》的
体例和格式编制，有些地方直接复制了相关的条款。

生态环境大数据的类型、来源和格式具有复杂多样

性［２０］，因此数据标准的统一就尤为重要。 截至调查时，
已有 ３８ 个（百分比为 ５９．３８％）环境保护厅 ／局按照环境

保护部信息中心编制的《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

技术规范》、《环保物联网总体框架》等文件制定了统一

的数据标准和规范。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作

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试点单位，目前已初步建立资

源目录体系，共 ９ 大类，１０９ 小项；江苏省环境保护厅针对资源目录、安全体系、数据交换、系统建设标准和项

目建设管理五大类，建设了 ５３ 项标准规范，包括资源目录 １１ 条，安全体系 ２ 条，数据交换 ９ 条，系统建设 １４
条，项目管理 １４ 条。

为了规范生态环境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和应用，有 ３７ 个（百分比为 ５７．８１％）环境保护厅 ／局制定了数

据管理制度，例如，２０１６ 年福建省发布的《福建省政务数据管理办法》对数据采集、登记汇聚、共享开放等提出

了具体要求。 为了保障大数据自身安全和大数据技术安全，有 ２４ 个（百分比为 ３７．５０％）环境保护厅 ／局制定

了统一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运维体系，其他环境保护厅 ／局未见报道大数据信息的安全管理。
２．３　 生态环境数据资源整合共享

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快速发展，建成了大量纵横相连的环保业务系统，可由于各业

务数据标准格式和技术路线不统一，导致现实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数据割据，形成了“数据孤岛” ［２１］。 大数

据的核心是数据资源，数据难以全面整合共享一直是制约大数据发展的突出问题，没有数据共享，就不能形成

大数据。 因此，数据整合共享是开展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在环保系统内部数据资源的整合共

享上，有 ４８ 个（百分比为 ７５．００％）环境保护厅 ／局已建成环境数据资源中心，在数据资源上逐步整合了环境统

计、污染物普查、环境质量、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应急指挥、核与辐射等业务数据，并形成了各业务

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了各个部门间的业务协同力度。
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数据众多，因此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不仅仅分布在环

保领域，还包括水利、林业、国土、气象、交通、生态、规划等其他部门的大数据，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和多源数

据。 只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大数据相互连接、碰撞和共享，才能释放生态环境大数据的价值［１５］，因此要想

挖掘大数据背后的潜在价值，打通环保系统以外的生态环境数据资源链接通道是关键，也是实现“数据真正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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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前提和基础。 截至调查时，已有 ２２ 个（百分比为 ３４．３８％）环境保护厅 ／局通过政府公用网站实现

了多领域、多部门和多源数据的整合共享（图 ２）。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北京作为最早上线的城市目前已整合

了 ５５ 个部门约 ７６５３ 万余条数据，并形成 １０８７ 类数据集。 贵阳整合的数据集更是达到 ２７５８ 类，整合共享数

据数量较多的还包括贵州、上海、青岛、广州等地（图 ３）。 此外，重庆市环境保护局还与重庆公安局签订了数

据资源共享合作协议，双方通过电子政务外网开展信息资源共享工作，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通过共享协

议方式实现了与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地理信息的共享与交换，而其他 ４２ 个（百分比为 ６５．６３％）环境保护厅 ／局
不明确（未得到相关信息）。

图 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各省、市数据整合情况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ｂ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２．４　 生态环境数据公开

截至调查时，有 ４１ 个（百分比为 ６４．０６％）环境保护厅 ／局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里包含环境数据目录，例
如，贵州省环境保护厅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里有环境质量状况、污染源环境监管、辐射安全、环境影响评价等

环境数据目录。 然而所有的厅 ／局没有专门公布关于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开放清单。
在生态环境数据公开平台建设方面，有 ４５ 个（百分比为 ７０．３１％）环境保护厅 ／局依托本部门网站建设了

环境数据公开平台（图 ４）。 为了更好的评估平台的建设情况，将从公开内容、数据时效性和平台使用的方便

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每项指标通过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样 ５ 个档次来赋值，并把相应赋值定为 ５、
４、３、２、１。 最终有 ７ 个环境数据公开平台得到 １３ 分，１２ 个平台获得 １２ 分，１７ 个平台得到 １０ 分，９ 个平台获得

８ 分，其中河北省生态环境信息综合发布平台的空气自动站、河流断面水质和饮用水源地的数据资源无法查

看，只能查看自然保护区的信息。
按照《方案》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优先向社会开放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环境质量数据、风险源数据、自然

生态数据和监察执法数据。 其中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有 ６０ 个（百分比为 ９３．７５％）环境保护厅 ／局实时发布

了空气质量新标准六项指标监测数据和 ＡＱＩ 值，２６ 个（百分比为 ４０．６３％）环境保护厅 ／局发布了近岸海域水

质监测数据，４６ 个（百分比为 ７１．８８％）实时公布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江苏省环境保护

厅更是将全省 １０７ 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信息统一公布在厅门户网站上，并列出了每个

水源地的达标情况。 在环境质量方面：有 ５７ 个（百分比为 ８９．０６％）环境保护厅 ／局按时发布了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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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各省、市数据整合的区域数量分布情况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ｂ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水质月报、空气质量月报等环境信息，３４ 个（百分比为

５３．１３％）公布了重点污染源信息。 在风险源方面：有 ５４
个（百分比为 ８４．３８％）环境保护厅 ／局通过环境状况公

报公开了核与辐射、固体废物等风险源数据。 在自然生

态方面：有 ２４ 个（百分比为 ３７．５０％）环境保护厅 ／局发

布了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生物环境状况和生态环

境状况等自然生态数据。 在监察执法方面：有 ３７ 个（百
分比为 ５７．８１％）环境保护厅 ／局公布了环境违法、处罚

等监察执法数据，监察执法涉及内容方面，主要包括污

染物超标排放、危险废物非法处置、治污设施不正常运

行、私设暗管违法排污、建设项目环保违法违规等方面。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有 ５５ 个 （百分比为 ８５．

９４％）和 ５７ 个（百分比为 ８９．０６％）环境保护厅 ／局报告

了公开的环境数据量（图 ５）。 ２０１６ 年主动公开环境质

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源环境监管、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信息和污染减排、核与辐射

等方面的环境数据量为 ７０２—１８２６３ 条，２０１７ 年公开的

环境数据量为 ３００—２６６３０ 条。 总的来说，２０１７ 年环境

　 图 ４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４ 个环境保护厅 ／局数据公开平台建设

情况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ｂｙ ６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ｂ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数据公开的数量要多于 ２０１６ 年，其中作为生态环境大

数据建设试点单位的贵州省环境保护厅 ２０１７ 年公开的

环境数据数量达到 ２６６３０ 条。 北京、广东、重庆、山东、
江苏等环境保护厅 ／局公开的环境数据数量也较多（图
６、图 ７）。
２．５　 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建设

大数据环保云平台是《方案》总体架构中的首个建

设平台，无论数据整合共享还是数据应用都要以环保云

平台的建设为前提。 截至调查时，福建、江苏、江西、内
蒙古、广西、贵州、贵阳等 １７ 个（百分比为 ２６．５６％）环境

保护厅 ／局已建成或正在建大数据环保云平台，而其他

４７ 个（百分比为 ７３．４４％）环境保护厅 ／局并未见到环保

云平台建设情况的报道。 例如，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福建环保

云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了来自省、市、县三级环保

系统及气象、水利、国土、电力、交通等其他厅局的海量

生态环境数据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环境监测体

系，目前已接入 １６７ 个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点、８７ 个水环境质量监测点、２１ 个核电厂周边监测点、９９８ 个污染源

在线监测点等，实现了对大气、水、土壤、核与辐射等要素的统一动态监控。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依托物联网、云
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建立了以环保云为代表的大数据监管平台，该平台实现了全省生态数据的

统一汇聚，共整合了环境质量、污染源、环境影响评价、核与辐射等 １１ 个领域的数据资源，其中接入数据库表

５３００ 多张、数据量 １０ 亿条，包含结构化数据 １．２ Ｔ、非结构化数据 １．８ Ｔ，并初步构建了数据质量监控体系。
２．６　 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的潜在价值最终体现在大数据的应用上，截至调查时，有 １５ 个（百分比为 ２３．４４％）环境保护厅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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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各省、市环境保护厅 ／局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公开环境数据数量

Ｆｉｇ．５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７

已建成或正在建大数据决策支持应用服务。 例如，上海市环境保护局通过对基础数据（执法部门、人员等）、
执法责任制数据、执法监督数据和监察执法案件数据进行采集，建立了监察执法决策数据中心，借助该决策中

心可以对处罚案件量、部门职权履责情况等进行实时分析，实现了环境监管精准化、综合决策科学化。
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的研究起步较晚，《方案》也仅涉及到环保系统大数据的建设规划，遥感大数据的获

取与建设并没有在《方案》中得以体现，另外遥感大数据也存在数据收集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和数据共

享困难等问题，因此截至调查时，全国 ３１ 个省 ／市 ／自治区、２７ 个省会城市和 ６ 个大数据建设试点城市的环境

保护厅 ／局更多的是对环境大数据进行建设与应用。 但是随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监测

与管理方面越来越需要遥感大数据发挥其独特作用，针对这种情况，环境保护部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正式启动生

态环保遥感大数据应用建设项目，这无疑将会推动未来几年各级环保部门在遥感大数据方面的建设进展。 另

外，为了能够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开展全天候监测，现如今环境保护部基于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

已初步建成综合资源环境遥感监测平台，并用于构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
环保部门还开展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在空气质量预测方面的应用。 例如，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联合微软共

同开发了城市局地大气主要污染物时空分布大数据模型—Ｕ－Ａｉｒ 系统，通过获取地面监测站的空气质量数

据，并结合交通流、道路结构、气象条件等数据，实现了 １ ｋｍ×１ ｋｍ 的高精度空气质量预报；天津综合信息平

台通过对全市 １６ 个区县的大气污染防治信息进行整合，实现了大气数据的互联互通，该平台在分析预测天津

市总体空气质量状况的同时还可以实时显示全市的 ＡＱＩ 指数；ＩＢＭ 中国研究院基于认知计算模型，实现了对

全国 ３６７ 个城市的精细化监管，可以分析预测长达 ７—１０ ｄ、城市细粒度 １ ｋｍ×１ ｋｍ 范围的空气质量。

３　 结论与展望

《方案》实施两年来，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在数据资源整合共享上实现了突破，各级环保部门逐渐整

合了大气、水、土壤、核与辐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监察执法、应急等业务数据，另外国家层面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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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６ 年各省、市环境保护厅 ／局公开的环境数据区域数量分布情况

Ｆｉｇ．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ｉｎ ２０１６

出台数据交换规范和数据资源目录标准体系，打破数据孤岛不再是纸上谈兵，但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还

尚在起步阶段，在管理与应用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在各地不同步，空间上存在较大不平衡。 总的来说，贵州、吉林、江苏、内蒙古自

治区、武汉和绍兴环境保护厅 ／局作为全国首批 ６ 个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单位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上

（制度建设、数据公开、环保云平台建设等方面）要领先于其他环保厅 ／局，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要好于西部

地区，特别是数据公开平台建设方面，这说明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技术和资金支持方面存在差别。
（２）机构设置不完善。 环境保护厅 ／局没有专门负责数据搜集、处理的部门和制度，环境信息中心定位仅

仅是管理规划和技术支持，没有达到环境数据搜集—处理—公开—技术支持一体化管理的要求。
（３）数据共享程度不高，数据公开范围较窄。 虽然环保部门逐步整合了环保领域内的生态环境数据，但

只有很少的环境保护厅 ／局整合了气象、国土、水利、农业、交通等其他部门产生的生态环境数据，没有完全实

现数据共享，数据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另外，风险源、自然生态等数据没有完全向公众开放，数据公开范围

较窄，涉及到军方的一些生态环境数据由于担心信息安全问题也无法向公众开放。
（４）大数据应用活力不足。 政府运用生态环境大数据的能力较低，虽然很多环境保护厅 ／局建成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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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７ 年各省、市环境保护厅 ／局公开的环境数据区域数量分布情况

Ｆｉｇ．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ｉｎ ２０１７

资源中心，但这些数据只是用来做一些简单的统计和报表，数据没有真正“开口说话”。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

大数据的应用目前只在空气质量预测方面取得进展，而在农业、交通、水利、国土等各部门的应用才刚刚起步，
跨领域的应用更是寥寥无几。

鉴于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未来几年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迫切需要开展以

下研究：
（１）建立支撑生态环境大数据发展的组织机构，实施环境数据搜集—处理—公开—技术支持一体化管

理，扩充环境信息中心的相关职能，除信息化规划、环境信息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外，还应纳入数据收集、处理、
传输、存储、加工和共享等职能。

（２）加快建设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按照大数据管理及标准，继续整合环保系统各业务领域的数据资源，
并通过共享协议的方式推动与水利、国土、气象、电力、规划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实现生态环境数据的互联

互通。
（３）加强国际交流，使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与国际接轨。 美国作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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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环境应急处置、生态环境数据管理制度、监测预警、环境数据分析模型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值得借鉴，建议借

助国际环境合作平台，开展生态环境大数据合作，实现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与国际同类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

的对接。
（４）全面推进大数据共享与应用，梳理大数据重点发展和应用领域，加快环评、监测、应急、执法和网站等

５ 个领域的大数据共享与应用，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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